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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线上线下联动，也可网上免费预约借阅，云打印、

预定座位、预定讲座服务、预约空间等。也可以提供听

书音频资源，扫码听书等。

4、挖掘数字阅读资源的潜力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当 下 所 有 的 传 统 媒 体 都 在 坍 缩

于流媒体当中，其功能效应也正在坍缩于数码媒介。在

数字阅读已成为主流的当下，人们点开手机就可将图书

馆的数字馆藏资源汇聚于指尖，进行数字阅读。而这种

数字阅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施推广难度不

大。高校图书馆要顺势而为，充分挖掘自己的数据资源

优势，占领社区居民的数字阅读阵地。高校图书馆自建

和购买了众多的数字阅读资源，有的多达两三百多种，

中外文都有，品类繁多，内容专业、权威、新鲜，又系

统全面，只要给予合理规划安排，就能在不增加很大成

本的前提下，绽放出巨大的效能。高校图书馆可以选择

性地投放居民感兴趣对口数字资源。像超星电子图书、

掌阅精选数字阅读平台、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中国大

学mooc（慕课）、“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大英百

科学术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都有

广泛的普适性，具有良好的开放基础。有条件的高校图书

馆也可以面向社区居民开放自己的信息化服务平台，让社

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计算机、平板电脑等接收高校图书

馆的数字阅读资源，足不出户便可以获取专业信息。

5、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信 息 咨 询 服 务 是 图 书 馆 的 基 础 服 务 之 一 。 其 开 展

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其服务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读

者对图书馆的满意程度。高校图书馆本身就设置有信息

咨询部门，长期开展相关服务，具有成熟体系、模式和

多样的咨询方法，完全可以依赖于这些专业馆员的技能

优势，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有针对性的信息咨询服务。专

业馆员通过分析相关海量数据内在关联、揭示行业内在

规律，结合具体项目，进行价值最大化，为服务对象传

达有价值的信息，支撑科学决策、教育咨询、项目设计

等，有的放矢解决问题。配合嵌入式服务，更能实现个

性化、系统化、快捷、高效。

6、注重基础性和便民性

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要注重基础性和便民性，比如

打印、扫描、复印、文件美化设计等，面向社区读者开

放此类服务，可以通过适当收取费用的形式向居民有偿

开展。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

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也可以开展健康培训、信息技

能培训等。各地的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抓住居民信息需

求方面的难点，找到开展服务的正确形式和方便的渠道。

高校图书馆开展社区服务注意事项

1、分清主次，理顺机制

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要注重平衡校内读者和社区居

民的资源、人员、资金等的供给。必须在保障校内服务

教学、服务正常读者的前提下，开展社区服务，否则就

会本末倒置。

2、吸纳和对接社会资源

高校图书馆要积极协调社区、平台商、数据商、爱

心企业、公益团队、协会、志愿者等第三方社会力量，

寻求经费、人力、平台、技术和场地等的合作和支持，

吸纳和对接这些社会资源。当下商家获取用户的成本越

来越高，而社区的居民作为流量，是线上线下商家都争

取的。高校图书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要有“羊毛出

在狗身上猪买单”的理念，借助于重组流程，最大限度

地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把学校、图书馆、社区以

及其他社会资源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因势利导地开展社

区服务，实现持续的多赢。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在社区服务工作中，要善于

发现社区居民的需求难点和痛点，针对性地输送优质资

源、信息、知识、文化和新技术入社区，灵活地因地制

宜地展开丰富多彩的服务，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文化

机构主体责任，增强民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

文以载道，文以植德，文以化人，增强民众精神力量，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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